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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19世纪中叶(幕府末期·明治维新时期)废除封建制度、构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开始，到“经济大国
化”的日本在市场原理和WTO体制下、以大型跨国企业为中心进行经济结构重组、进一步参与国际市
场的2000年为止。
在这期间，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是在怎样的国际环境下，以怎样的结构形成发展的？
在这个背景下，农业、粮食、农民、地主及村庄处于怎样的状态，实施了怎样的农业、粮食政策，产
生了怎样的农业、农民、粮食、农村和环境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晖峻众三编著的《日本农业150年(1850-2000年)》从历史的角度、结合资本主义经济结
构特征和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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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外，幕藩体制下的土地所有制，促成了以小农经营为基础的本百姓制。
从太阁检地到继承这一制度的幕藩领主检地，“作合否定”的原则得到贯彻，弱小农民的小规模自有
地被直接登记到土地账册上。
中世纪以来，“手作地主”仍然根深蒂固，被称为名子、家抱、门屋、间人、头振的农民一直隶属于
封建家长制的大规模经营，或者让世袭下人在自己的土地账册上登记，而领主获得土地的实际所有权
。
直到17世纪以后，封建家长制的大规模经营才开始解体，独立的小农经营才开始真正得到发展。
　　江户初期的小农经营不仅在石高制的规定下每年进贡稻米，而且被强制优先种植水稻。
但为了确保自身的口粮，农民在水田中复种小麦，在旱田里种植粟米、玉米和大豆等。
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京都、奈良和大阪的周边地区，还能看到蔬菜栽培与买卖。
从全国来看，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仍然是包括进贡稻米在内的自给自足的谷物生产，但从理论上讲，
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已经开始上缴封建地租（基本上是“实物地租”，有少量“货币地租”）。
　　中世纪以来，家长制的大规模经营只能采用牛马犁耕，由于这时的犁是有犁床的长床犁，因而不
能进行深耕。
相反，锄能够进行深耕，同时也能进行起耕、碎土、整田、中耕等作业，即便是同样的平锄，只需改
变其重量和形态，就能进行合理的使用。
因此，小农即使没有牛马进行犁耕，也能利用锄来提高土地的生产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的小农经营是以锄为中心的。
　　同时，肥料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购买的肥料仅用于棉花生产，但在其他农业生产中基本沿袭使用了绿肥、厩肥、人粪、灰等传统
形式的肥料。
随着小农独立耕作的开展，村落共同体对于种植水稻时的水利利用、采草时的山野利用都有了更严格
的规定，各村确立了水利利用等惯例。
从与生产劳动密切相关的农具来看，除了平锄的多样化以外，17世纪末还出现并普及了用于起耕的备
中锄，而脱粒用叛箸、碾米用碾臼、选谷用簸箕等也已常见。
除了在基本耕地上种植农作物以外，茶叶、蜜柑、桑、麻等具有地域性的作物也开始普遍种植，这些
经济作物成为农民的现金收入来源。
　　通过石高制最大限度地征收年贡稻米的幕藩领主们，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开始致力于开发新田
。
于是各地纷纷挖掘河道、筑建河堤、开发新田，耕地面积急剧扩大。
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江户时代诸侯领地的确定、军役负担的减轻以及自战国时期以来与筑城
技术、矿山挖掘技术一同发展的土木技术的进步。
例如，幕府进行的利根川水系工程，不仅能预防水灾，还开凿水路，改善物资的输送条件。
到了幕藩中期以后，利根川水系沿岸的低湿地变成了真正的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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